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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千里
从浙江到泰宁种“仙草”

朱孔才是位“80后”，浙江乐清人。
2010 年，他在浙江乐清老家跟随父

亲从事大棚铁皮石斛种植，掌握了大棚
培植技术。普通大棚种植的铁皮石斛市
场价1公斤仅200元，而仿野生铁皮石斛
1公斤卖8000-9000元，干货制品铁皮枫
斗1公斤高达2.7万元。看到商机，朱孔
才决定放弃大棚种植，探索仿野生种植。

仿野生种植路在何方？
泰宁有天然野生铁皮石斛，自古就

有闽、浙、赣采药人来深山崖壁上采
集，朱孔才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对
泰宁地理地貌了如指掌。

泰 宁 有 200 多 平 方 公 里 的 丹 霞 地
貌，其中适宜种植铁皮石斛的崖壁有10
余万亩。

2010年7月，朱孔才循着祖父的足迹
来到泰宁，考察后发现，大龙乡张地村
八仙崖丹霞岩面积大，很适合种植崖壁
铁皮石斛。他攀爬上悬崖峭壁，采回野
生铁皮石斛种苗，返回浙江组培、驯
化，开始试种仿野生铁皮石斛。

2011年春天，朱孔才将第一批驯化苗
种植到八仙崖的丹霞崖壁上，在福建省率
先推行崖壁仿野生种植试验并获成功。

2013 年，八仙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成立，开始进行铁皮石斛组培、种
植、加工、产品开发。

悬崖峭壁
飞檐走壁种“仙”草

第一个“吃螃蟹”，在悬崖峭壁种植
仿野生石斛，刚开始育苗发芽率很低，
后来县里请来福建农林大等高校科技人
员指导，几经摸索，终于培植成功。

“我爷爷那代人是采野生石斛，而我
们掌握了人工培育新技术，让石斛变得
越来越多，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
朱孔才说。

眺望崖壁，看似一片茫茫野草，其
实都是价格高昂的仿野生铁皮石斛。

为什么要把石斛种在崖壁上？“这里
地质属于青年期的丹霞地貌，岩石富含
多种矿物元素，是野生铁皮石斛重要的
生长地。野生铁皮石斛非常少，现在成
了保护植物，不能采摘，只能在仿野生
环境里培育。”朱孔才介绍说。

仿野生的铁皮石斛怎么种？
朱孔才介绍，先将野生铁皮石斛的种

荚培育成苗，精心筛选后移植到海拔800-
1600米悬崖峭壁上的阴面崖缝间，让铁皮
石斛苗在野外以附生的方式、原生态生
长。经过 3-5 年大自然优胜劣汰，存活下

来的铁皮石斛跟野生的石斛几乎无差别。
“这里栽苗用的不是土壤，而是松树

的树皮。这些树皮都经过了高温杀菌和
蒸煮，模拟崖壁上的生态环境。石斛小
苗在大棚里生长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
被栽植到杉木上，小石斛就开始挑战纯
野外的生长环境了。”朱孔才说。

仿野生的铁皮石斛为什么卖这么
贵？ 这和它缓慢生长，高难度的种植、
采摘有关系。朱孔才说：“一株仿野生石
斛从种苗到成熟，生长周期至少要四五
年，种植和采收的师傅，都是有胆量的年
轻人才能干，工资是普通工人的3倍多。”

2014 年下半年，首批鲜条上市。目
前公司种植面积8000亩，已开发石斛鲜
条、石斛超微粉、石斛干花、石斛牙
膏、石斛鲜榨汁、石斛茶饮、石斛酒等
产品，年产值达6000-7000万元。

“销售渠道，线上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
地，线下在尚书街开设一家泰宁最大的体
验馆，向游客和当地人销售。”朱孔才说。

林下经济
小“仙草”种出大产业

泰宁县是全国林下经济及绿色产业发
展示范县，多年来，积极推广“企业+基
地+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培育龙头企
业，铁皮石斛已成为泰宁林下经济的支柱

产业，福建林下经济发展典型种植模式。
铁皮石斛这棵“仙草”实实在在地

改变了一方人的生活。和朱孔才一起种
植、采收铁皮石斛的伙计，长兴村村民
池伟说：“我就是靠种植铁皮石斛，在县
城买了房子。”

小小铁皮石斛，在泰宁成了一个大
产业。全县现有崖壁原生态铁皮石斛种
植面积1.62万亩，注册6家公司和专业合
作社1家，带动专业农户152余户，人均
增收 3 万元，季节性工人 1500 余人，加
工企业年产值约3亿元。

泰宁铁皮石斛成功列入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名录、福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三明道地药材明八味。八仙崖公司发展成
为三明市重点龙头企业、被海峡两岸林博
会授予“三明绿色食品十珍”、被省质量
文化促进会授予“重质量 守信誉”企业。

展望未来，朱孔才说：“泰宁县打造
集石斛文化、养生、旅游于一体的康养
休闲基地，引进外界大企业投资建设基
地和深加工厂，开展铁皮石斛深加工，
开发石斛药膳、石斛药品，生产胶囊、
粉剂、口服液、保健品等产品，拓宽产
品的广度和深度，把泰宁铁皮石斛产业
打造成富民的支柱、特色产业，让更多
的人了解铁皮石斛的独特魅力，真正把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投食、喂水、清扫……8月7日，泰
宁县大龙乡辉祥生态家庭农场里，场
主李庆荣正在鸽舍内忙碌着。“现在
鸽场还在初期阶段，鸽子怕生，有空
闲我就在鸽舍内观察，也好让它们尽
早熟悉我。”

然而，几年前，李庆荣根本没想
到自己会与鸽子打上交道。2004年，
高中毕业后他独自在深圳打工谋生，

“深漂”近十年，创业的念头越发强
烈。一次，他偶然接触到乳鸽养殖产
业，经过市场调研，他发现肉鸽市场
需求大，养殖前景广阔，便决定返乡
发展肉鸽养殖产业。

2021年，李庆荣上网买了几十只
种鸽试养，但由于缺少养殖经验，鸽
子患上“新城疫”，即使第一时间从卖
家那里获得解决办法，疫情还是扩散
开，只存活不到20只种鸽。

在挫折中前行，经过一年摸索，
李庆荣掌握了养殖技巧，肉鸽发展到
400余只。今年又引进1000只种鸽，
还盘活了村里的废弃羊圈规模养
殖。李庆荣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种鸽开始配对繁育后，一窝能产两枚
蛋，一年能产10窝，幼鸽养殖30天左
右就可出栏，平均一只肉鸽能卖 20
元，每年光是卖肉鸽就能收入 10 万
余元。

鸽子养殖，好管理、生产周期快、
销路好，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
业。“下一步我打算扩大规模，拓宽销
路，将鸽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
民发家致富。”李庆荣笑着说。

（本报泰宁记者站 李少兰 熊明
欢 通讯员 吴盛花 文/图）

一年1窝变10窝
生态鸽飞起来

永安市洪田镇东坑村一片竹山上，几名
采伐工人正相互配合，将竹子采伐后产生的
竹梢等废料通过破碎机进行无害化处理。

“这些是我通过‘竹师傅’平台请来的
采伐队伍。”竹山主人管生福介绍，过去采
伐一车（8-10吨）竹子往往需要3-5天，交
给“竹师傅”，费用没有增加，效率还提升
了，现在3天内就能完成。

传统用工无法满足需要
永安是中国笋竹之乡、中国竹子之

乡，竹林面积102万亩，其中毛竹林 93万
亩。近年来，永安市以科技赋能增强竹产
业发展后劲，加速“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转换，让小竹子成为了绿色富民的大
产业。2022 年林竹产业链产值 232.7 亿
元，其中竹产业链产值 97.8 亿元，税收
8330万元，排名三明市第一。

竹子采伐是竹农收获的重要环节。管
生福拥有40亩竹山，与竹子打了三十多年
交道，每到竹子采伐时节，他都要犯愁。

“以前我找的那些采伐工，如今年纪

都大了，干不动了，又没有年轻人愿意接
着干。”管生福坦言，竹子采伐是个体力
活，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找不到工
人是常有的事。

效率也是节约成本、提高收益的关
键。老采伐工用的是普通的柴刀，费体
力，效率低，而先进高效的作业工具价格
较高，没有人愿意多花钱。

竹山单家独户经营、劳动力紧缺、竹
林失管或低效经营……这是永安竹农亟
须解决的问题。

“竹师傅”平台应运而生
去年11月，由永安市政府投资建设的

非盈利性质竹产业云计算服务平台——
“竹师傅”竹产业共享用工平台（下简称“竹
师傅”）正式上线。平台鼓励企业、集体或
个人组建专业队伍入驻，实现“公司+平
台+竹农”三方合作，开展竹林经营、采伐、
运输等业务，帮助竹农解决劳动力紧缺、无
人管理或经营粗放等问题，提高竹林经营
效益，促进竹产业可持续发展，在深化林改

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永安经验”。
管理平台化、服务公司化、队伍规范

化、作业机械化、产业数字化是“竹师傅”的
基本原则。“我们一方面与研究院、厂家共
同研究、开发、推广专业竹山机械设备，另
一方面依托平台数据库，第一时间为政府、
企业提供决策基础数据，实现竹农经营、采
伐管理、产品销售数字化。”永安市竹师傅
竹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江以忠介绍。

方便、专业，好处多多
“现在我只需要拿出手机，通过‘竹师

傅’微信小程序挑选一支合适的采伐队
伍，把情况和他们交代清楚，后面的事就
不要我操心了。”正如管生福所说，方便是

“竹师傅”最明显的特点。
“竹师傅”利用移动互联网，从申请用

工到采伐完成，再到线上支付劳务工资，打
造出竹农与专业采育队伍紧密相连的线上
到线下闭环，让专业采育队伍根据竹农需
求按意愿“接单”，节约沟通成本，降低空闲
率，提高效率。

专业也是“竹师傅”的一大
优势。江以忠介绍，采育队伍
配备30把电动伐竹剪、30把油
锯、2台竹梢破碎机，队员定期
开展专业化采育和安全生产
培训，统一购买保险，统一着
装，还能提供清理病虫害服
务，这些都是民间采伐队伍所
不具备的。

“竹子采伐不只是单纯的砍
伐、拖运，对废弃竹梢的处理也
至关重要。”江以忠说，废竹散落
地上，容易阻碍新竹生长，运下

山成本又太高，竹农一般通过焚烧方式处
理，而这也容易引发山火，带来安全隐患。

采育队伍在采伐结束后，将竹梢一并
带下山，看似无用的废料，在“竹师傅”面
前都是宝贝。

利用今年新研发的竹梢粉碎专用切
片机，成捆的竹梢顷刻间变成一堆竹屑。

“这些竹屑用处可多了。”江以忠介绍，生
物燃料、食用菌培养基、造纸等都以竹屑
为原料，焚烧后还可以变成竹炭进一步使
用，在保护环境、降低风险的同时，帮竹农
增收。

最重要的是，在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的
环境下，“竹师傅”的采育队伍因为有公司
团队运营，费用与传统采伐工相差无几，有
助于推动平台品牌建设和宣传推广，提高
市场认可度，打造竹产业领域全国性品牌。

目前，“竹师傅”已上线运行 10 个
月，入驻专业化队伍2家，用户数逐月递
增，注册农户数已超千人，交易产值达
300万元。

“竹师傅”成为竹农好帮手
●本报记者 朱丹宇 本报永安记者站 邹 雯 通讯员 宋欣欣 文/图

李庆荣正在鸽舍内喂养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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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壁“仙草”种成一方产业
——访泰宁八仙崖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孔才

●江秀星

泰宁尚书街，街口的铁皮石斛体验馆，游人络绎不绝，在这里观赏花姿优雅、气味芳香的铁皮石斛，
品茗铁皮石斛榨汁、茶饮，甘甜清凉的青草味沁人心脾……

铁皮石斛，因表面有如铁锈的红褐色而得名，其药用价值高，享有“药中黄金”之美誉，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称之为“救命仙草”，名列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说起泰宁的铁皮石斛，不得不说领军人物——泰宁八仙崖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孔才。

▲“竹师傅”利用机械破碎竹梢
◀ 江以忠展示“竹师傅”订单

◀ 岩壁铁皮石斛花
▼ 工人在岩壁上种植铁皮石斛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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